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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日语与闽南语虽属不同民族、国度、地域的语言或方言，却都以古代汉语为重要或主要原始语源。以历 

史比较语言学的现点、方法、从语义类型和词缀形式考察两种语言社交称谓语的异同。可以进一步探究二者社交 

称谓语的独特性及其多维构因，并深化考察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相互影响及其演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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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称谓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晋书·孝武文李太后传》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 ：“虽幽显同谋，而称谓未 

尽，非所以仰述圣心，允答天人。宜崇正名号，详案旧典。”【1]这里的“称谓”，意为称呼、名称，与后世的含义相 

同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修订本，1996年版)诠释“称谓”是：“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，以及由于身 

份、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，如父亲、师傅、厂长等。”圆(n57)称谓语一般分为社交称谓和亲属称谓。社交称谓涉及 

人们的身份、地位、职业等，在社会交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是维系特定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。 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，有二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。日本古代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 

没有文字，日本文字的诞生端赖汉字的传人。据《古事记》《Et本书纪》记载，公元 3世纪前后应神天皇御政 

(270—312，相当我国东汉魏晋时期)，汉字随中国典籍《论语》《千字文》等输入日本。至推古天皇时，“凡 270 

年间，研习汉字、汉文、汉学，蔚为风尚”翻 。汉字逐渐被Et人用作自己的文字。公元 645年日本“大化改 

新”后，遣唐生吉备真备和僧人空海，系统采用汉字楷书偏旁或行、草书的简化，凭借汉、和同音通假的原 

理，分别创造片假名和平假名两种 日语音节符号 ，逐渐形成了汉字夹杂假名的日语书写体系嗍(嗍娟)。其 

中，“汉字往往表示(日语)词的不变化的词根或者词干，而音节符号(假名)表示词的变化部分”嘲 ·0】。中国 

古代和中古文化以汉字为一大渠道，曾对 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汉语语言学界称这类 

被借人日语的汉字为日语汉字词。另一方面，我国中原地区因北方游牧民族入侵，或历代政局动荡及开疆 

拓土等原因，自东汉肇始，经魏晋六朝至唐宋时期 ，中原不断有大量百姓迁徙到闽南地区，其中有些移民 

与当地土著结合，成为闽南地区的主要居民。这些移民带来上古和中古的汉语，在长期的交际与混融中。 

逐渐形成和发展为闽南方言[o7P4 。由于日语与闽南方言的形成，都以上古和中古的汉语为其原始的语源： 

日语书写系统中的汉字词，或“取其义而不用其音”，“或用其音而不用其义”【4 。而闽南方言也保留古代 

和中古汉语的许多古义或古音 ，被学界称为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。因此，闽南语与 日语里的汉字词，其形、 

义、音有相同或近似的一面，可以说，是古汉语在本土与外域传播的历史使然。但一为汉语方言。一为异族 

语言，其差异是不言而喻的；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，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异趋也愈演愈烈。所以，二者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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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同比较既有客观可能性，也是汉和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课题之一。 

本文旨在多层面地比较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语的异同，并探讨造成两者异同的生态环境、社会历 

史与民族文化等多维构因。这其实是对中日语言同形词的比较。随着中日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兴起，此类同 

形词日渐获得两国语言学界的重视。潘钧认为构成中日同形词的必要条件，一是“表记为相同的汉字”，其 

中繁简字体差别及送假名等非汉字因素均忽略不计；二是“具有共同的出处和历史上的关联”；三是“现在 

中日两国语言中都在使用的词”[71(r,3-5)。这一见解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。笔者认为，对闽南语与日语 

社交的称谓的比较研究。虽主要着眼于现在使用的词，却不应忽略史上曾经使用的词，必须坚持共时性分 

析与历时性分析的适度结合 ，方能更好地辨析二者社交称谓语之异同，阐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及 

其演变。所以，本人的阐释也涉及史上相关的一些社交称谓语。 

一

、社交称谓语语义类型与缀词形式 

闽南语与Et语虽属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方言，却都以古代汉语为主要或重要语源。其最显著的表征是， 

存在于闽南语与日语的汉字词。它们是比较语言学所称的“共同语”，亦叫“基础语”[6Ie36-39)。所谓中日同形词 

即是此类公共语，它同样存在于社交称谓语中。闽南语与 日语社交称谓的异同之处 ，既表征于语义类型， 

也彰显于词缀的结构形式。 

(一)语义类型。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，不仅表记为相同汉字，而且构成学界普遍认同的中日同形词 

的三种语义类型，即同形同义，同形类义及同形异义，其语义之间存在着对应与非对应的关系。它们既反映两 

种语言社交称谓语同是源于古代汉语的历史联系，也从中折射闽南语与日语各自的民族特征与地域色彩。 

所谓同形同义词，即该词在闽南语与Et语里书写形式相同，词义相同，读音也相似。譬如“先生”，即指 

年长有学问、有专门技术的人，如老师、医生；又是文人学者的通称；还指以算命 b卦、看风水、舞剑打拳等 

技艺为职业的人。又如病人、记者、法师、乞食等。“乞食”意为讨饭，闽南语和日语皆指要饭的乞丐。而形 

同类义、形同异义两类词，则外形相同，词义不相适应。所谓类义词，指词的义项有些相同，有些不同。譬如 

“大家”，闽南语旧指世家望族 ，或著名作家，(厦)读 taika；也用来指婆婆(丈夫的母亲)，大家(厦)读 take；还 

可用作代词，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 ，(厦)读 tai ke。日语虽也指名门富户、巨商，却没有亲属称谓语“婆 

婆”和代词“大家”的义项。又如“後生”，闽南语除指儿子外，还指年轻的男子，日语专指后辈。“妖精”。闽南 

语沿袭古代汉语，本指动物或植物变成的精灵妖怪，喻指有妖术的人，或以姿色迷人的女子，或作恶害人 

的坏人及凶恶的敌人嗍(上卷P2275--2276)，日语纯指精灵妖怪。“老婆”，闽南语指老妈子，旧时称女仆。今多用以 

称妻子，日语则泛指老妇人。至若同形异义词，如“前辈”，闽南语指老一辈 、上辈，亦称顶匀(匀，行辈，音 

unp)；日语指年纪比自己大的学长或学姐。“外人”，闽南语指没有亲友关系的人，如他人 、别人或外面的 

人，但不指外国人；日语却保留古代汉语指称本诸侯国以外的人这一义项【8](上卷n929)，用以指外国人。 

(二)词缀形式。称谓词加上词缀，是古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重要结构形式。后缀有“子”(孔子)、“者” 

(钓者)、“头”(老头)、“家”(道家)、“人”(仁人)等，前缀有“老”(老师)、“阿”(阿娇)、“大”(大官)等。闽南语 

与日语同受古代汉语构词法的影响，凭借词缀创造了相当丰富的社交称谓语，既藉以表示称谓对象的身 

份、职业、地位的尊卑显微，也寄寓着说话人的褒贬、爱憎或亲疏的情感态度。这类带有词缀的社交称谓 

语，同样有三种语义类型；从语用角度看，它们多用来表示普通名称或集体名称。 

其一，普通名称，包括个体名称和专有名称。其常用后缀有“人”“者／的”“ ／士”“家”“手”等，前缀有 

“老”“阿”“大”等。它们放在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等词及其词组前后，有时也可泛指某一类人。 

I．～人。如“查某人”(查某，指女性)、“一寡人”(一些人，寡，量词)等。置于动、形及其词组后，如“横人” 

(蛮横不讲理的人)、“直人”(直爽的人)、“作 塍 tshan人”(种田人)等。它们多为中性词，有些含有褒贬色 

彩。日语后缀r人j也有同样的构词性能，如r主人Jr莳人Jr寅婶人jr美人Jr保 人J等，皆与闽南语同形同 

义，读音相同或相近，既是个体名称 ，也可泛指某一类人。闽南语后缀“人”，有时还有重迭形态，如“妇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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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linlan、“圣人人”(指忠厚长者)，常表示亲呢或尊敬，读音也有文白之分。它们不同于动词、形容词的重 

迭后缀。13语的后缀r人 }没有重迭形态。 

2．一者／的。闽南语词尾“者”多用于书面语，如“长者”“著者”“当事者”等，而在口语里的使用，受到很大 

的限制，如有“学者”(指学的人或有学问的人)，而没有“教者”，只可以说“教员”“教师”。平常纯白话的动 

词也不能带词尾“者”，所以没有“走 tsau者”(走意为跑)、“拍 phah者”(拍，意为打)、“食 tsian者”(意为吃， 

喝等)，一定得说“跑的”或“跑的人”等等。日语词尾r者J也有相似的构词性能，如r作者Jr 者Jr 恸者J 

等，皆与闽南语同形同义，但使用较自由，不像闽南语书面语尤其口语那样受到严格限制。如r忍者J(古代 

日本密探)、r卑怯者J、r怠c于者J(懒鬼)、r慌 者j(冒失鬼)等，其书写多用汉字，读音采用日语的训读。在闽 

南口语里，与词尾“者”的性能相当时就用“的”字，像“打石的”(石匠)、“剃头的”(理发师)。如赵元任所说， 

这类词尾“的”相当于‘者例t臃，。学界称为“的”字结构，它常放在动、形词及其词组后，构成名词性结构，用 

以表示身份、职业或有某种形貌和精神特征的人。如“讨海的”(渔民)、“做公亲的”(调解纠纷的人)、“瘠sian 

的”(疯子)等。 

3．～师，士。这两个词尾在汉语里本是多义词，“师”的义项之一，指“掌握专门学术或技艺的人”，如画 

师、乐师、技师。“士”的义项之一，“指某些种技术人员”，如护士、医士[2](Pml~,llSO)。从上述义涵比照，“师”的身 

份、职位似高于“士”。闽南语与日语的后缀“师／士”，有一批同形同义的社交称谓语，如教师、法师、药剂师； 

道士、学士、博士等，但闽南语词尾“师”在口语里使用较广，如“风水师”、“土水师”(泥水匠)，且多用白读 

sai。不念轻声。而词尾“士”则多用于书面语，读轻声，且多数是近代从日语输入汉语的汉字词。日语的r一师j 

指从事某种专业技术工作的人，如r藁剂师Jr绘师Jr美容师jr调理师J等，也有靠嘴皮与博弈吃饭的，如 

r祚欺师j(诈骗犯)、r腾负师J(赌徒)。日语辞典对r士J的解释是：具有特别资格从事特别工作的人，如r学 

士jr博士J等。从意涵对照，r士J的身份、职位似高于r师j。作为结尾词使用的有r泶饕士J、r公勰会 士j 

(注册会计师)、r弁麓士J(律师)。值得注意的是：r公恝会 士J不能写成r公恝会针师j，r美容师j也不能 

写成r美容士 l，虽然 日语里r士J与r J读音一样。 

4．～家。闽南语与日语的词尾“家”都表示从事某种行业或精通某种技能的人，或在科学、艺术及学术方 

面有一定成就、造诣的人。同形同义的如银行家、实业家、科学家、音乐家、画家等。日语里r新人作家J指刚 

刚起步的作家。闽南语与日语的“～家”，还用于表示某人或某家，如闽南语的“少年家”(又叫“后生家”，指 

年青人)、“外家”(娘家)，但这类后缀组成的称谓语很有限，不如日语的广泛。日语常用于指具有较强倾向 

或性格特征的人。如r勉强家J(努力学习的人)、r受堙家J(喜欢吸烟的人)、r健啖家j(食量大的人)、r交隙 

家 J、r道德家J。此外，日语r～家J还可接在姓氏、职名、官名后，如r德川家J、r将罩家J(将军之家)。 

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语的前缀较后缀少。在闽南语里，前缀“老”同“阿”“大”一样 ，既用于亲属称 

谓 ，如老爸、阿伯、大姨等，含有亲呢之意；又可作社交称谓语，它放在姓氏或排行前 ，使之成为专有名称， 

如“老张”“老二”，虽皆有亲昵之意，但不含敬意。若放在姓氏或排行后 ，前者常表示尊敬，如“钱老”“郭 

老”；后者也不含敬意，如“钱二”“郭五”。“老大”是个例外，指排行第一的人，又可称船主或主要船工，或班 

会中的首领等，通常含亲呢或尊敬之意。其次，“老”可用在名、动、形词及词组前，使其成为个体名称，常表 

示不同情感色彩。如“老查某”，丈夫对他者谦称或戏谑自己的妻子，又指年老的妇人，含厌恶之意。“老风 

骚”。指好游逛，喜猎奇的老人，有时带风流色彩。“老番癫”，多指年老糊涂，言行违背常理常规之人。“老” 

有时也放在动物名称前，多带隐喻，含鄙视、贬斥之意。如“老猴”既指瘦瘪丑陋的老人，也暗喻老色鬼。日 

语较少用r老j作社交称谓的词头，虽也有近于中性的r老婆J等称呼，但因r老J的称谓多带轻蔑之意，所以 
一 般不称r老人 i，而用r熟年j取代。闽南语词头“阿”不单用在姓氏或排行前 ，如“阿陈”“阿二”，还可放在 

单名前，也使之成为专有名称，如“阿建”“阿莹”，同样含有亲昵之意。这一用法系源自古代汉语，如汉武帝 

的“阿娇金屋”，曹操小名“阿瞒”，鲁肃呢称东吴大将吕蒙为“阿蒙”。其次，“阿”可放在某些名、动、形等词 

前 。使之成为个体名称。如“阿婆”乃老妇人之敬称。“阿姆”“阿姨”虽是亲属称谓，但前者也用来尊称与自 

己母亲同辈且年龄较大的女性 ，后者是对同辈中年纪小的女性，或托儿所保育员、幼儿园老师的尊称。“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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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 sia”旧称达官贵人的子弟，今多指纨绔子弟，泛指靠他人钱财挥霍浪荡之徒。“阿”极少作动物名称的词 

头，常见的如“阿狗”，是对婴儿和幼儿的爱称。El语的前缀r招一J也有与闽南语相似的用法和语感，如r括 

信j。El语里最常用的社交称谓语便是与 r—— 芒／乞，jr—— < jr 尢j等搭配组成的称谓方式，日本人 

很少会直呼对方姓名，一般是在姓或名后面加后缀r墨 Jr< Jr与  々J等进行称呼，如 r太郎墨尢J、 

r花子芑 j等，在职场中最常使用的是职业职衔称谓 ，如r先生jr医者jr社畏j等，与中国一样，I~I本人也 

会在职业职衔前加上对方的姓来称呼，如r田中社畏 J等。 

其二，集体名称，多为抽象名词或词组，常用后缀有“党”“派”“族”等。这类词缀本是独立的词，可与其 

他词构成双音词，如古代汉语和闽南语的“乡党”“朋党”，日语的r皇族
．

Jr荤族J。它们作为集体名词的后 

缀，是近代 日语常见用法 ，后被汉语吸收并渗透到闽南语中。因社会生活的遽变，日语为适应现代新潮与 

时尚的交际需求 ，开始出现一批由物质名词或动、形词及其词组构成的称谓语，如r红茶党jr味噌汁派j 

r暴走族
．1，它们对现代汉语和闽南语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。 

1．一党。“党”本是中国“古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”，古时五百家为党[8](下卷嗍 )，今意为党派组织。日本明 

治维新后，出现r自由党Jr社会民主党jr社会革命党 等党派组织 ，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有“国民党”“共和 

党”“共产党”等，它们如同带“派”“族”后缀的集体名称，在闽南语里多以书面语形式出现，采用文读。闽南 

近年也流行“黄牛党”“搜吃党”一类新潮名称 ，前者系指操纵购售车票等以牟取暴利的违法人群 ，后者指 

喜欢地方美味小吃的美食群。El语里表示现代餐饮文化的称谓语甚多，如r甘党J指嗜好甜食的人群，r红 

茶党jr 一，L，党j指喜欢喝红茶或喝啤酒的人群，r辛党j指爱好吃辣的人群。但并非所有饮料或食品都可 

加词尾r党j，这类构词并没有普遍性。 

2．～派。在现代汉语和闽南语里，“派”指 “政治立场、学术主张、创作方法或作风、习气等相同的人形 

成的小团体或派别”【8】(上卷蚴 )。清末至建国前后，闽南语有保皇派、革命派、左派、右派等．文革时期有造反 

派、保守派等，新时期有改革派、自由派等。日本明治维新后，政界有文治派、武断派。陆军有黄道派、统制 

派等，艺文学术有古典派、浪漫派、现代派等。日语的r味噌汁派J等新潮称谓语 ，如r红茶党j一样，是嗜好 

的群体名称。现代汉语和闽南语也有“新潮派”“穿越派”等。后者指偏好混融古今人事。或借用经典作品进 

行文艺和文化创意制作。 

3．～族。古代汉语和闽南语的“族”，乃是“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族的统称” 中卷I~1060)。如家族、宗族。又如 

汉族、回族 ，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教与民族关系。日语的r族j除指亲族、民族外，还含有神道与社会阶级的 

意涵。进入新时期，闽南语出现一批表征新的时尚和社会风气的名称 ，如“泡吧族”“宠物族”“啃老族”“海 

归族”等。IEI语里也有r暴走族jr7／f力一族J等称谓。r--~4力一族J指有私车的群体，其构词和语用跟闽 

南语有相似之处。 

二、独特的社交称谓语及其构因 

不同民族语言的异同研究，比起析同，辨异显得更为重要。辨析不仅能突出表征不同民族语言的意义 

生成、结构形态及语用功能的特殊性，也可得出映现各自民族文化对语言现象的历史规约性。闽南语与日 

语的社交称谓，除语义类型和词缀形式的同中有异外，还有一些明显的重要差异。笔者拟从构词的修辞性 

能和独特的词缀语用两个层面，进一步探究二者社交称谓语的独特性 ，同时阐释造成差异的多维构因。 

闽南地处中国的东南边陲，背山临海，多丘陵丛莽，其先民多来自中原，又与外域和东南亚诸国早有人 

员与商贸往来。因而，其语言文化既受华夏儒释道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大陆农耕文化的浸润。又呈露鲜明的海 

洋文化色彩。而日本是四面濒海的狭长岛国，以神道教立国，尊太阳神为始祖，自奉为r神国 f。有万世一系的 

皇室。史上虽先后吸收东方的儒释文化和西洋文化，但仍以本土的神皇文化为始基。公元前二世纪后。自大 

陆传入水稻，百姓遂以农耕为主，然渔猎仍占有重要份量，其农耕文化并不像闽南那样长期占据首要地位。 

而闽南的海洋文化，虽与粤地并驱，呈露中外交通、融合的显著特色，但也不像 日本的海洋文化那样一直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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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主导地位。这种不同的生态环境、社会历史与宗教信仰，从根本上规约闽南语与日语社交称谓的异趋。 

其一，隐喻借代称谓。闽南因有长期的禽畜家养历史，境内丘峦起伏，多以禽畜鸟兽隐喻人或人际关 

系。表达说话人不同的情感态度，从中映呈本土农耕文化的地域特色。几乎所有的家畜家禽都被用作喻 

体，且喜用同一喻体的多种特性，隐喻身份、职业或性情、嗜好不同的人。譬如，以“鸡 ”暗指妓女，用“鸡母” 

讽刺鸨母，“相打鸡”形容嗜好争斗打架的人，“倒手鸡”喻指左撇子。“猪哥”(配种的公猪)讽喻好色之徒， 

“野猫”暗喻水性杨花的女性，“马母”(漳)则暗讽泼辣妇人。涉及鸟兽的喻体同样繁富，如“金鸟tsiau”隐喻 

为人机灵、识时务 ，善于随机应变；“冲tshin鸟”讽喻爱出风头，狂妄自大的人，又叫“冲哥”；“拍鸟目”是对 

独眼龙的蔑称；“暗光鸟”(猫头鹰)则指常熬夜之人。“牵猴”暗喻皮条客，即色情中介。“乌龟”喻指妓院老 

板。“龟精”则隐喻深谙权术而不轻易外露的人。“虎母”形容凶悍的妇人，“大食虎”本喻饕餮之人，讽喻贪 

得无厌、欲壑难填之徒。“虎姑婆”是闽南童话中凶残的母老虎乔扮伪善的老太婆，专以诱骗、吞噬儿童为 

生，喻指 El蜜腹剑、心狠手辣的女人。这类以畜禽鸟兽为喻体的称谓多含贬义 ，但也有褒扬的，如史上的 

“俞龙戚虎”，喻指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、戚继光，“狗手豹脚”隐喻清代南少林著名拳师林九如(九与狗同 

音)的掌功与魏豹的腿功[1o1(1：97)。 

如果说隐喻称谓凸显闽南语的农耕文化和地域特征，那么借代称谓则更多的表征闽南语的海洋文化 

色彩。自唐宋以降，闽南是我国对外开放、商贸文化交流的先发地之一。在人员交往方面，常以朝代、居地、 

姓氏或形体特征称代种族。如外国人以“唐人”称呼闽南华人或华侨，后者也以此 自称。“番客”原指唐宋以 

来闽南一带的外国侨民。多为阿拉伯人，今多指从外国或南洋诸国返闽的华人华侨。“番婆”指外国妇女或 

南洋诸国的土著女子。“生番”是对未开化的民族或人的蔑称。类似的有“半番”。“白奇郭”称居留惠安白奇 

等乡镇的阿拉伯人后裔【 0](P22”。又如以“红毛”称代荷兰人或西洋人，“矮奴”称倭寇，“花旗”称美国人。在商 

贸出1：3行业方面。借代称谓也很普遍，如以工具、产品称代从业人员的“窑工”“瓷贩”“茶农”“舵公”，“走船 

讨海”则指从事海洋捕捞及商业活动的渔民、商人。借代有时也与隐喻结合，“猪仔”喻称被贩卖出洋的华 

工，“杂种”喻指混血儿，“生番”“半番”今多喻指不懂道理、胡搅蛮缠之人。至于宗教信仰，“佛祖”(指观音 

菩萨)、“妈祖”(掌管航海的女神)、“关帝”(关公)，是闽南地区及东南亚诸国闽南籍华人居地的共通称谓。 

另一方面。闽南语的借代也常借人的形貌、神态或动作，进一步强化社交称谓的地方色彩。如“乌面贼”指 

暗中欺诈顾客的人。“青盲”指瞎子，“跳童 tan”指神棍。 

日语也有大量的隐喻与借代称谓，其喻体或借代之物虽也有禽畜鸟兽，如神话中的天神借助白色的 

鸟兽牲畜出现(《古事记》)，以“越后之龙”“甲斐之虎”分别喻指近古名将上杉谦信、武田信玄[11】 )，以r慈 

岛j(乌鹊)隐喻“反哺之孝”的孝慈之人，r嘴太鸦j(乌鸦)讽喻“性情凶恶”的恶人(《大和本草》)等。但其喻 

体或借代之物却大多是日月山川、草木土石，且往往被上擢为含有崇敬之意的象征，彰显了本土神道文化 

的特征。日本民族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，认为日月山川、草木土石都有灵性，是神的化身，将太阳神及其御 

子孙天皇和树木神奉为先祖神，执着追求 自然与神的合一、人与自然的共生。所以，日本人十分崇敬与太 

阳光相关连的色彩，常以白、青、赤、黑等颜色作为借代或象征之物。如以r白色J称代太阳神的神光，将它 

作为神与人联系的色。用r白0、心J喻指善神、善人，r涸心j称代恶神、恶人(《日本书纪》)。又用包含绿、蓝、 

灰的青色形容山川湖泊的自然环境，以r青草j隐喻人民 (附)。由青、赤混成的紫，常被作为恋人的象征， 

《源氏物语》将理想的女性恋人名为r紫 上．J。与白、青相对立的黑、赤二色，属禁忌之色。赤色有多重意 

涵，它“代表血色、火色，属凶恶的颜色”，黄色也属禁色，如r黄泉大神j指代地狱的恶神。同时，赤“表征的 

是红太阳，是一种神秘性的色”，真赤土的丹色即红色，表示热烈的感情色彩[】3]~P24-zs)。另一方面 13本人极其 

尊重与树木神相连的植物界 ，喜用草木土石作喻体。如以初萌的r莘芽j象征天神之降生，以四时常绿的 

r松J喻指长寿之人。用白色的r楼J隐喻美人，r瞿麦J喻称少女，r菊花J被奉为天皇皇室的家徽、日本国会 

的象征。著名俳人松尾芭蕉以r桃青j自号，借植于老木的苦桃“个小、肉硬、味涩”聊以自嘲【·41(n 。连木制品 

r捣杵J(村女捣衣砧，今当作插花之器具)也用来隐喻居高不骄、处低不怨的有德之人【 4】(瞄)。受禅学影响 

的俳谐歌人，顺应 自然，与四时为友，甚至称“13月乃百代之过客，周而复始之岁月亦为旅人”【14】㈣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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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江河密布，港湾众多，捕捞业相当发达。其隐喻称谓还常以海洋生物及捕捞活动为喻体．表征特 

有的海洋文化色彩。在这方面，闽南语也有类似的称谓，如以“鲈鳗”(鳗鱼)隐喻生活散漫、形象邋遢的人； 

“排面蛏”讽喻追求表面，不讲实际的虚夸之徒；“浪流练”形容无所事事、闲逛浪荡之流。但使用远不如日 

语那么普遍。日本人以rmJ隐喻美女，r簌觫J暗指妓女，r鳎j(沙丁鱼)也被纳为黑社会隐喻，用以讽喻看 

守。而借代称谓多与r海j等意象有关，且常以全体称代部分，如r海人j指称渔夫、制盐工等行业人员，r海 

女-J指代潜入海中采捞海藻贝类等为业的女性，r渔商 指从事海陆渔业生意的商人。日语还有一批借代称 

谓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征与地域色彩。如r神官 l指负责管理神社、主持祭仪的官人；r茶人 l指讲究喝茶、精 

通茶道的人，又指风流之人；r画工 I指擅长坂木雕刻的画师；r溻女 I指温泉旅馆的女佣人等。 

其二，缀词称谓。闽南语与日语各有一批独特的缀词称谓，常放在名词、动词 、形容词或隐喻、借代称谓 

的前后。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彰显两个民族、地域迥异的文化和语用习惯。闽南语后缀“仔”。本意表示幼小的 

事物。多指禽畜等。读 a的轻声，也写作“阿”，有人认为源自古汉语“也”，如“母也”“莹也”。后缀“仔”常表示 

轻蔑或憎恶，如“小七仔”本是闽南戏曲中的小丑，脸涂油彩，今多指小丑或嬉皮笑脸的人。“霎sap仔”指流 

氓、无赖、泼皮之流。“软母仔”形容弱不禁风或懦弱无能的人，(漳)还指男人女性化。“子鸡仔”本指小鸡，喻 

指阅历少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或新手。而表示亲昵或戏谑的，如“猪豚仔”本指小猪，今也昵称男性小孩。“新 

人仔”指新媳妇，又叫“新妇 pu仔”。“北仔”指北方人。“仔”还可作中缀，如“番仔婆”，或嵌入姓与名中间，后 

者常含蔑视或厌憎之意。另一后缀“仙”常指从事某种职业或有专长之人。含有褒义。如“讲古仙”指说书人， 

“草药仙”指土郎中，“弦管仙”指民间乐师。“仙”也可指有某种嗜好或癖性的人，多带贬义。如“喝huah仙”指 

喜欢闲聊吹牛之人，(泉)写作“化仙”。“乌薰仙”即瘾君子，又叫“鸦片仙”。“阿散仙”指无正当职业，游手好闲 

之人，也指二流子。“畅仙”形容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，今也指无忧无虑，达观开朗的人。 

日语的缀词称谓也有其独特性。r神 堪称 日语最重要的词缀称谓。汉语和闽南语虽也有释道的各种 

神，但远不如日语之多，且其独具神道教的泛神与神秘色彩。如周作人所言，日本宗教“求与神接近，以至 

灵气凭降，神人交融”，而中国人“敬鬼神而远之，至少亦敬而不亲”。“神在日本于人犹祖祢，在中国则官长 

也。El本俗称死者日佛，又人死后若干年则祀为神，而中国死人乃成罪犯，有解差押送，土地城隍等于州 

县，岳庙为臬司或刑部，死后生活黯淡极矣。”【】5】(Pln)13语里的神的名称犹如恒河沙数，不仅有天神所创造的 

包括太阳神等八百万神灵，万世一系的天皇之神，外来的释道之神 ，还有史上和现世被尊奉的r家族神 I 

r戟神jr簟神J等，以及r步行神j(诱人出行的神)、r道祖神J(保佑旅人平安的路旁的神)等民间神灵。另一 

缀词r鬼 ，其使用也相当普遍。在闽南语里，鬼的本意指人死后灵魂不灭，迷信者称之为鬼。鬼的缀词称谓 

几乎皆带贬义，如“鬼子”是对仇敌的詈词 ，“酒鬼”指嗜酒成性者。“水鬼”指溺死者或潜水员。13语缀词 

r鬼J的称谓，虽也有不少贬义的，如r女鬼J(谣曲中吸食旅人血肉者)、r恶鬼J、r偾鬼J、r幽鬼J(亡灵)、r鬼 

婆J(刻薄无情的老太)、r鬼女J(残酷的女人)。但也有一批褒义的，如r鬼将罩J指威猛勇悍的将帅，r鬼武 

者j指勇猛的将士，r鬼罩曹J指精灵厉害的小班长，r鬼监督J指技艺精通，作风严厉的导演等等。它们多以 

前缀形式出现，褒扬称谓对象的忠于职守，精明强干。而13本舞台上，常出现穿戴红或蓝一色的r赤鬼 I或 

r青鬼j，其形象映现了IEI本人独特的色彩观与复杂的情感态度。日语里还有一些独特的缀词，如r屋 I与 

r虫J。r屋J指代店主，如r焦屋J指鱼店老板，r溻屋J指浴堂老板，FA．百屋J指蔬菜店主。缀词r虫J指热衷于 

某种事情的人，也有表示讥嘲的，如r弱虫_J喻指胆小鬼，r泣虫 J形容爱哭的人。 

三、社交称谓语的发展与变化 

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的发展与变化，始终受制于两个民族、国度、地域的社会政治体制、经济发 

展状态与文化语境，在各自漫长的历史衍变中，曾经历先后相互吸收、借鉴的发展过程 ，并在当代新的历 

史条件下，逐渐走向齐头并进的轨范。 

闽南人向有勇于开拓与拼搏的精神，正如有论者所言：“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较浓郁的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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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文化色彩，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，勇于冒险。”[16](P244)在中外人员与商贸文化交流方面，闽南堪称是华夏大 

陆的桥头堡之一。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等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，也产生了农耕文化与海 

洋文化交融、富有地方色彩的社交称谓语。但因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长期羁缚 ，闽南人也有封闭、泥古 

的一面，其社交称谓语呈现出相对凝固、变化缓慢的型貌。日本民族以善于吸取、融化外来文化而闻世。古 

代和中古时代，日本人吸收中国、印度的东方文化，以固有的神道教等本土文化为基础，引进、融化了儒 、 

释、道的文化思想，并创造由同音或近音的汉字楷、行 、草书简化的音节字符——假名，逐渐形成了汉字夹 

用假名的日语书写传统，也确立了日语与古代汉语及其分支之一闽南语异同的基本型貌．这直接映呈到 

闽南语与 日语的社交称谓中。19世纪中叶后 日本明治维新，大量输入西方近代和古代的哲学、科学及文学 

艺术，也直接引发了日语社交称谓的现代转型与迅速变化。自明末清初以降．日本人以汉字词译介或和语 

直译的西方大量名词、术语、概念 ，曾被清末外交官和留日学生广泛地引进中国，并渗透到汉语各方言区， 

这就蔚成了近现代由日输华的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新景观 ，也给闽南语的社交称谓开拓了新生面。诸如 

博士、学士 、代理人、记者 、劳动者、资本家、主笔、主人公 、主体乃至事务员 、议员 、陪审员等一大批汉 

字词或和音直译词，也被输入闽南语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闽南语的社交称谓。 

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与经济的迅猛发展，二战后，日语的社交称谓不断地改变与更新。如以 r 一1J 

、／j称男朋友，r年七 J称不买票蹭车的人。 r委人j一词在二战前并无不伦的含义，战后却渐渐的演变为 

“第三者”的意涵。日语对手脚行动不便的人，不再用蔑称，而采用委婉的称呼，即厂手(足)不 自由 人 J。 

近年来，将两个既成词语组合成流行称谓语，在日语里蔚为时尚，如以r 1J族 l指蚁族，r才、、’／手午’／l指迷 

恋网络的女大学生。中国新时期以来，伴随开放改革的浪潮不断衍展与深化．闽南语的社交称谓也发生深 

刻的变化。一些表示尊贵、贵贱、华夷的称谓被替代，如“剃头匠”易为“美发师”，产妇雇的“女佣”改为“月 

嫂”，“番仔”改为“外国人”或“老外”，“小姐”则从尊称渐被易为“从事色情行业的人”。而反映社会变革的 

流行语大量涌现：因普通话的广泛推广而迅速普及到闽南语中。它们虽仍采用亲属称谓或社交称谓的构 

词成分，却远离血亲关系，如“大妈”“房叔”“犀利哥”“淡定姐”“草根妹”等；或表达了反常的畸形的亲属或 

人际关系，如“空巢老人”“留守儿童”“失独双亲”等。还有一批社交称谓折射了被扭曲或异化的人与人、人 

与物的关系，如“裸官”“剩女”“自闭男”“车奴”“吃货”等。这类新潮的社交称谓语，注重界定带有普遍性的 

社会个体或群体，诉诸直观性的形象表达，呈现出后现代的鲜明色彩。它们既容易理解，又朗朗上口，达成 

了很好的语用效果。总之，闽南语与日语的社交称谓，在当代社会语言文化交际的大潮中齐头并进，各有 

其气象恢宏的前景，但在汉语普通话加速全民化的态势下，闽南语如何继续保持与发扬社交称谓的文化 

传统和地方色彩，却有待闽南语言学者与文创人员的进一步探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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